
0606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 华侨华人

8月26日晚，“亲情中华·欢聚金边”文艺晚会在柬埔
寨金边钻石岛歌剧院完美落幕。自此，历时 14天的中国
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东南亚巡演圆满收官。

从印尼泗水到巴厘岛、雅加达，从马来西亚亚庇到
柬埔寨暹粒、金边，艺术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华族同胞
的热烈欢迎。艺术团不仅带来了歌声与欢笑，带来祖

（籍） 国亲人的关心和问候，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的友谊与交流。

不变的是一颗中国心

“福建的乡亲们，你们有眼福了！‘亲情中华’艺术
团为大家带了福建高甲戏。”主持人的话音刚落，台下就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无论是在印尼、马来西亚还是柬埔寨，很多华族同
胞祖籍都是福建。在印尼，有近 400万祖籍福建的乡亲。
针对这一情况，艺术团出行前专门从福建调集了两个独
具民族特色的节目：提线木偶剧和高甲戏。

“在这里能看到福建演员用闽南话演出，真是太亲切
了。”在马来西亚亚庇，已是第三代福建籍侨胞的黄秀娟
高兴地说。

艺术团此行的观众中，有很多华族同胞已经是“土
生土长”的当地人了。但是，不变的是那颗中国心。

印尼侨胞黄建辉的曾祖父是光绪三年下南洋来到印
尼的。黄建辉说，祖父和父亲都告诉他，我们是中国
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好中文。牢记祖训的他即便在
外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家自学中文。凭
着这份爱国情怀，他翻破了几本中文字典。现在，年已
花甲的他加入了一家华文报纸，义务做记者，坚持用中
文写稿件。

在黄建辉身边，像他这样心系祖（籍）国的华族同胞
大有人在。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协会副主席黄振文也
是为了学好中文翻破了几本中文字典，《我和我的祖国》黄
振文随口就能唱，而且清楚地记得歌词。看完艺术团的演

出后，黄振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亲善联谊贯四海，情
系神州满胸怀，中外一家亲如故，华族文化传千代。”

架起文化传承的桥梁

此次艺术团的行程中有一个特别之处：在印尼，演
出中有 6个特别嘉宾——参加拍摄 《下南洋——起航吧，
少年》真人秀的6名少年。他们乘坐无动力帆船重走先辈
的海上丝绸之路。整个行程历时 60 天，途经中国南海，
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4 个国家的 10 多
个城市，6名少年得以亲身体会先辈下南洋的艰辛。

在抵达泗水后，6个少年只有一天时间准备节目。在
印尼泗水新中三语学校学生的帮助下，他们学习了 《智
取威虎山》、《穆桂英挂帅》 等戏曲片段，并在当晚“亲
情中华”的舞台上与新中三语学校的华族同胞小朋友们
同台表演，引发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中华传
统文化穿越时空，在印尼这片土地上散发出芬芳。

中华文化的传承，是艺术团所到之处华族同胞的共
同愿望。

在巴厘岛，一位 80多岁、坐着轮椅的老奶奶，带着
孙子、孙女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剧场。“我想听到家乡的
声音，也想让我的子孙们了解中国文化。”老奶奶说。

在马来西亚亚庇，12 岁的黄静宜在看完“亲情中
华”的演出后，迟迟不肯离去。喜欢声乐的她说：“我想
跟老师们学唱中国歌曲。”

“隔山、隔水，隔不断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亲情。”
正如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陈迈所说，艺术团所到之
处，不仅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也能推动中华文化在

海外的传承。

见证中外友谊的发展

在为海外侨胞送上亲情大餐的同时，带有浓郁中国
特色的“亲情中华”艺术团也见证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友情。

艺术团在印尼演出时，恰逢印尼建国 69周年和中国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艺术家们在慰藉同胞乡情
的同时，也为印尼友人带来了特别的礼物：唢呐演奏家
侯彦秋为热情的印尼观众即兴吹奏了一曲印尼民歌 《哎
哟妈妈》；歌唱家陈俊华则用印尼语演唱了印尼现任总统
苏西洛作词作曲的歌曲 《宁静》 和印尼民歌 《梭罗河》。
这一演唱给了印尼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在场的当地政
要都情不自禁地轻轻跟着哼唱。在巴厘岛，巴厘省省长
及夫人甚至上台与陈俊华用中文合唱了 《月亮代表我的
心》，引起全场欢呼。

在马来西亚亚庇，当地华社特制了直径近一米的月
饼。艺术团的演出开始前，专门举行了迎中秋、尝月饼的仪
式。亚庇福建会馆主席兼沙巴马中联谊协会名誉会长、拿
督叶参太平局绅在致辞中指出，中马两国建交今年已经历
40个岁月，此次文艺表演也是一种讯息的传达：我们将继
续加强两国友谊关系，进一步推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了
解。

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歌剧院演出时，有 3200座位的
剧院座无虚席。演出开始前，我驻柬埔寨布建国大使致
辞指出，中国侨联开展的“亲情中华”主题活动对弘扬
中国文化、联络侨胞感情、促进中外友好意义重大。柬
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啟秋在致辞时也表
示，“亲情中华”文艺演出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绚丽多
姿、展示了天下华人一家亲、展示了中柬两国文化交流
的强大活力。

艺术团的东南亚之行结束了，不过，那些有关乡情
和友情的故事还在继续……

隔山隔水隔不断隔山隔水隔不断血脉情血脉情
——记中国侨联记中国侨联““亲情中华亲情中华””艺术团东艺术团东南亚之行南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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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浙商圈，冯定献积攒了好口碑；海外华商
圈，冯定献是“爱国爱乡”的模范。

冯定献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且矮小、干瘦，
难免遭受别人欺负。可他不管这些，无论人家对他
怎样，脸上都堆着和气的笑容。这笑容，此后几十
年一直不曾改变。

他没读过几年书，12 岁就到铁匠铺当学徒，叮
叮当当地学打铁；15 岁出师，自己开店做了小老
板，售卖自制的镰刀、锄头等农具家什；17岁，他
开始闯荡世界。

“第一单生意？记得起来，20 天没接到一张单
子，压力很大，可我们还是非常卖力，看到工厂就
敲门进去介绍产品，然后把联系电话留起来……第
21天，接了个大单子。”

至于为什么能签下这笔单子，他回答：“可能是
我们比较小，都是好好地跟人家说，不像骗人的样
子。”

事业如日中天时，他把自己折腾到了德国不来
梅。凭着不怕吃亏的厚道劲儿，他的各项生意顺风
顺水、左右逢源。

2006 年，在靠近温州机场的龙湾区，一家三星
级酒店都没有。回乡发展的冯定献做了一件令人有
些惊讶的决定：建一家五星级酒店。2009 年，酒店
建成。开门迎客之初，入住率就大大超出预想，出
租车闻讯而来、排起长龙，周边的购物、餐饮也渐
成规模。

“我们温州人做生意的能力好像是天生的，浙商
圈子里的朋友对我帮助很大。在我起步的时候，做
得好的朋友总会指点和帮忙。”他说，“从贸易业到
酒店业，再从酒店业到金融业，每到一个需要转身
的时间，就总有好事等着。国家的政策、当地的条
件之外，朋友圈的资源，对我帮助最大。我的朋友
很多，平时沟通也多，好的商机、好的项目都是在
这种沟通中得到的。当然，更要自己动脑、动手。”

“我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我们相信‘学习’，尤
其是在实践中的学习。不会，就可以向别人请教，
可以找朋友帮忙。有的时候硬干，但干的过程也是
一种学习，干着干着就会了，会着会着就精了。”

现在，当年的小学徒已经成为涉足贸易业、酒
店业和金融业的成功人士。这也成为他履行社会责
任的基础和支撑。

捐资助学、修桥补路、抗震救灾，他都很积
极。2003年，他在浙江大学设立“献华助学金”。此
后的汶川地震、玉树救灾，他个人累计捐款超过500
万元人民币。当温州受到金融风波影响、很多中小
企业无法支撑时，他又带头出资100万元，联合侨商
成立了一个总额达 5000万元的互助基金，以帮助缓
解侨商协会会员企业的转贷资金困难。他牵头成立
的龙湾富际小额贷款公司，为侨资企业提供了多达
数十亿元的资金，关键时刻为兄弟企业施以援手。

“我们读书不多，挣钱不容易，所以要用在该用
的地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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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咋还来“富豪客”
张 晶

8 月 27 日，“世界
上最多人同吃黑芝麻
糊”的世界纪录在广
西最大侨乡容县诞生。
当日，有 1059 人同时
举杯喝下刚刚研磨的
新鲜黑芝麻糊。主办方
共准备了 1500 斤黑芝
麻供世界纪录挑战者
现场研磨，挑战者分
300 组共 898 人同时研
磨，共耗时10分钟。

千人同吃黑芝麻千人同吃黑芝麻糊糊

广西侨乡诞生世界广西侨乡诞生世界纪录纪录

“‘文化中国·名家讲坛’采用讲演结合的形
式，开拓了传播中华武术文化的新思路。”谈及远赴
非洲的三场巡讲，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李惠坦言，活动引发的非洲民众热情让她印象深刻。

8月中旬，李惠与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之一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陈正雷、河南少林武术
学院院长焦宏敏等武术名师，随中国国务院侨办

“文化中国·名家讲坛”代表团赴南非、博茨瓦纳、
毛里求斯，为华侨华人送去了精彩的中华武术讲座
及现场演示。这也是“文化中国·名家讲坛”活动自
2007年启动以来，首次以中华武术作为巡讲主题。

一直以来，中华武术在非洲深受当地民众喜
爱，不仅华侨华人为此着迷，很多非华裔武术爱好
者也十分渴望感受到真正的“中国功夫”。正因如
此，此次巡讲团访非的消息一出，便点燃了当地民
众的热情。

在南非，讲座吸引了数百名侨胞和当地民众到
场观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博茨瓦纳，巡讲团
走进了 SOS 儿童村，精湛武艺让观众们目瞪口呆，
互动及现场教学环节更是令掌声、喝彩声不断。SOS

儿童村主任葛苏对媒体表示，孩子们非常喜欢中华
武术，每个姿势要么奔放与强硬每个姿势要么奔放与强硬，，要么优雅如行云要么优雅如行云
流水流水。。习习练武术不但锻炼了身体，而且塑造了性格。

讲座的最后一站在毛里求斯。据当地媒体报道，
活动承办方毛里求斯青年与体育部、仁和会馆每天都
会接到数千个咨询电话。讲座当天，近千人挤满只有
500余个座位的毛里求斯大学剧场，大师们的精湛讲
解与眼花缭乱的真功夫让观众纷纷感叹“不虚此行”。

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临时代办于江表示，此次
活动不仅有助于毛岛民众了解博大精深的武术文
化，更能推动中华传统武术在非洲的传承和传播，
增强中非人民友谊。

结束非洲之行的李惠 8 月 25 日接受中新社记者
连线采访时说，河南是武术大省，常年有武术表演
团去国外巡回表演。但这次活动，以讲座的形式去

展现，以表演的形式去配合，新的尝试效果更好，
“在讲座中，可以详细讲解武术的起源和武德，以及
武术与中国佛、儒、道教思想的融合。这些是单纯
的演出所无法体现的”。

陈正雷多年致力于传播武术文化，此次是他首
度走进非洲。他对记者表示，活动反响大主要在于
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可说是文武兼备、动静结
合，不是单纯表演，也不是抽象讲授，而是二者结
合，更好地展示了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和风格特点。”

“非洲的观众非常热情，喜欢与台上互动。”焦
宏敏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化中国·名家讲坛”把中
华武术名家讲座和现场表演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新
的传播武术的模式，更易让观众产生兴趣。而通过
讲解，也能令更多人坚定学习中华武术的念头。

“文化中国·名家讲坛”是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主办的“文化中国”系列活动之一，主要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赴海外开坛，讲经典，话天
下，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使海外侨胞亲身感
受 中 华 文 化 的
无穷魅力。

中华

“胜记仓爱心基金”在京成立

本报电（张晶） 8月28日上午，“胜记仓爱心基
金”签约暨捐赠仪式在北京华侨大厦举办。香港胜
记仓集团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
币，基金主要用于扶贫济困、兴教助学等公益慈善
项目和支持、资助中国侨联事业发展。

据悉，胜记仓集团每年将向基金续捐一定额度
的资金。主题为“不可忘却的记忆”之 《二战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将是其资助的首个项目。

电影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 想必大家都看过，现实版的美
国的“贫民窟”里就来了这么一群中国富豪，他们为了得到美国
EB-5签证豪掷千金，趋之若鹜。

据 《世界邮报》 8月 22日报道，数百位中国富人向美国旧金
山贫民社区投资，帮助当地脱贫。

帮助美国贫民窟的穷人脱贫，乍一听来好像是中国富人们的
善心发到了美利坚大地，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别忘了美国绿卡才是这些富人的终极目标，而EB-5签证恰好
可以让他们搭个顺风车。

顺风车怎么搭，这还得从吸引富豪们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说
起。

这个项目从1990年就开始实施了，根据项目规定，外国移民
申请人在美投资创设企业，并创造 10 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
会，投资者及其家庭成员便有资格在两年内获取绿卡。此项目的
投资额为100万美元，如果投资标的是贫困的“目标就业区”，那
么投资额可降为50万美元。

了解了EB-5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也就不难猜出富人们心里打
得是什么小算盘。

投资贫民区不仅省了50万美元的出资额，而且还能获得心仪
已久的美国绿卡。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找，那些搞投资的富人们
大概都是这么想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祖宗的话用在这里倒是挺贴切。
只是这“午餐”来得有点得不偿失。

分析称，EB-5签证很大程度上是为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美国
投资者拒绝投资的高风险项目提供融资渠道。也就是说，中国富
豪们“削尖了脑袋往里挤”的正是美国人不愿意干的赔钱买卖。

而报道指出的造船厂项目，其实已经筹备了几十年，由于遇
到了金融危机，现在正愁没资金。此外，投资地位于旧金山的猎
人角和烛台角，这两个地方都是旧金山市“极度贫困”的社区。

这样一个早已被当地政府边缘化，而且在地理位置和经济上
都被孤立的地区，能给中国的富人们带来多大的收益，结果可想
而知。

据报道，中国投资者占到了今年EB-5签证的85%，投资者们
蜂拥挤占签证名额，映射出来的是中国富豪为获美国绿卡而丧失

“理性”的畸形心态，不得不说，“富豪客”们的这种行为确实令
人无奈。

左一：包连锁、山丹在演唱
左二：候彦秋演奏唢呐
左三：魏金栋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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